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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孩子第一次学会爬的时候、第一次学

会走路的时候、第一次学会叫爸爸妈妈的时

候、第一次学会用筷子吃饭的时候……在孩

子逐渐成长的过程中，相信许多父母都会

有不少感慨，也会有不少想对孩子说的话。

对此，您有什么关于孩子的成长故事想与

我们分享吗？欢迎大家来稿交流。

要求：字数不限，观点明确。请在文末

标明您的姓名、地址、邮编，并在邮件标题

中注明参与讨论的话题。

邮箱：jswmtl@163.com

3369157249@qq.com

征稿启事

陪孩子摘艾草
何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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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课堂

小贴士

学会跟自己做朋友
许会敏

家有“小农夫”
徐平

我想对你说

因为我自幼生于农村的缘

故，我对广博的土地和古朴的农

耕，有着深深的迷恋。所以，当我

有了孩子以后，我既不希望他四

体不勤、五谷不分，更不愿他“两

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

书”。我一直觉得土地是我们每

个人的根，而劳动是创造一切财

富的必要手段，所以在儿子很小

的时候，我就有意识地培养他的

劳动积极性。

每年的农忙时节，我和先生

都会带儿子去姥姥家参与劳动。

一来我们要回去帮父母分担一

些农活，二来我也想让他在亲近

自然的同时，切身体会一下“谁

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滋味，

并多积累一些自然科学知识。或

许真的是先入为主的意识发挥

了作用，儿子在劳动中的良好表

现远超出我的期待。不仅什么活

儿都爱干，而且不嫌脏、嫌累，特

别吃苦耐劳。

唯有一次，儿子表现得很

不一样，是我们去给半人高的玉

米除草那次。那天，火辣辣的太

阳毫不留情地炙烤着大地和在

田垄中穿梭的我们。本来，姥姥、

姥爷心疼孩子，不想让他跟来，

可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体验和锻

炼的机会，就坚持把当时七岁的

儿子带了来。出了家门，还没走

到玉米地，我们都已汗流浃背、

口干舌燥。我看得出儿子热得很

难受，可还是一声不吭地跟我们

走着。

然而，刚开始除草不久，儿

子就开始耍起赖来。一会儿要去

树荫下歇歇，一会儿要喝水，一

会儿又要姥爷送他回家……我

只好一边安慰一边鼓励，让他想

想“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

农民多不容易，并告诉他现在的

辛勤劳作是为了秋天能有更好

的收获。最后，儿子一直跟我们

坚持到劳动结束，红红的小脸上

满是汗珠，后来对于干农活更加

积极了。

姥姥家里养了很多家禽和

家畜，儿子与它们一见如故。给

小鸡喂食、给小牛割草、帮小猪

剁菜煮食、打扫狗窝、牛圈……

像个尽职尽责的“小农夫”一样，

悉心地照料着他的动物朋友们。

为了让羊儿们吃到更鲜嫩丰美

的草，他甚至跟着姥爷步行好几

里地去放牧；为了保护鸡妈妈和

它的孩子免遭老鹰袭击，他拎着

鞭子长时间地陪伴和守护在鸡

圈旁边；只要他在的时候，他都

会负责检查关闭畜圈、禽舍的

门，始终一丝不苟、忠于职守。

无暇去乡村“躬耕”时，儿子

就在家里进行“农桑”活动。采光

最好的阳台，被他开辟成了“植

物乐园”；还算宽敞的客厅，也被

他充分利用，养起了仓鼠、刺猬、

鱼和鸟，真可谓是“陆海空”齐

全。让我欣慰的是，他对这些植

物和动物都很耐心和细心，不仅

能准确地说出每一种的特性，而

且津津乐道、如数家珍，就像一

个淳朴的农人一样，满心期待地

守护着自己的这些宝贝，然后自

豪地把自己的劳动成果和心得

体会分享给家人及朋友。

如今，我的“小农夫”已经十

二岁了。我相信，有了这份对土

地和劳动的热爱，未来不管做什

么，他都会不失勤恳踏实本色，

并 且 最 终 耕 耘 出 自 己 的 幸 福

人生。

看着完成作业后，专注

地在自己屋里看书的儿子，

我心里特别的欣慰。这几个

月，终于让这只顽皮好动、几

乎半刻不闲的“小猴儿”，学

会了跟自己相处，并找到了

乐趣。可以说，这是儿子在这

段“宅”家时光中，最大的收

获和进步了。

原本性格开朗外向、特

别爱热闹的儿子，最不喜欢

的就是自己在房间里待着。

平素最喜欢户外活动的他，

只要一有空，不是拉着大人

陪他去广场上玩儿，就是招

呼小伙伴在楼下玩儿。只要

他在家，房间里就像多了一

只聒噪的鹦鹉。

不过这几个月的“宅”家

生活，却让儿子有了脱胎换

骨的改变。回过头去看，简直

算得上是小家伙儿的一部

“自我相处修炼史”了。

大年初一，我的丈夫就

提前结束假期回到警察岗位

执勤，爷爷奶奶也因回老家

过年而无法按计划归来。这

就意味着一段时间之内，家

里只剩下了我和儿子。我心

里十分清楚，如果这个时期

内儿子无法适应独自学习、

休闲，将会加大他对家长的

依赖性，而且，我觉得让孩子

学会独处可以激发他的想象

力，还可以提升他的专注力，

对他以后的学习生活也是有

帮助的，于是我决定正式地

跟他聊一聊。

首先我明确地告诉他：

“你现在不能出门，无法找小

朋友玩儿，更不能整天看电

视、玩平板电脑。妈妈也有自

己的事情要做，不能一整天

都陪着你，所以现在你得学

会跟自己做朋友，去做你喜

欢的事，这样才不会无聊和

烦躁。”他一听就拉长了脸，

嘟囔着说：“那不就是让我一

个人待着吗？但是我除了写

作业基本就没事做了，多没

意思啊。”

“妈妈建议你，可以重新

读一读之前你一目十行‘飞’

过的书，也可以把那些没有

拼完整的乐高玩具重新拼

完，或者利用家里的空间和

器材锻炼身体，也可以尝试

下烧饭、做家务……这些不

仅能帮你消耗掉大量的时

间，而且能让你有所收获。妈

妈尤其希望，趁着这个‘假

期’你能学会独处，这会让你

觉得时间过得很快。”依据他

的情况，我给出了合理化的

建议。“那我今天再放松一

天，明天再开始行吗？”“可

以。”他悻悻地打开了电视，

很快就跟着动画片的节奏大

呼小叫起来。我看了不禁哑

然 ，默 叹 ：真 是 个 闹 腾 的

孩子。

第二天，按时叫他起床

吃早饭后，我就开始按部就

班地做自己的事，并且要求

他也回自己的房间去，一个

小时以后可以休息一会儿，

但是不到时间不能来打扰

我，否则就从每天看电视的

时间里扣除掉相应的时间。

最初，他表现得焦虑而烦躁，

时不时地就要隔门叫嚷：“太

没意思了，时间怎么过得这

么慢啊？妈妈，能不能陪我玩

会儿啊……”但是，我忍住没

有理他。一个小时刚到，他就

立马冲出来跟我说话，并且

爆豆似地说足了十分钟，才

恋恋不舍地回房间去。

第三天，他开始在房间

里大声读书，声音响得像播

放广场舞曲的大喇叭，我知

道他是故意的，我便耐着性

子任他折腾，但会在休息的

时候，跟他分享交流我正在

读的书或者正在写的文章，

并且反复告诉他独处的时光

非常美妙，而他之所以会感

到无聊，是因为还没有发现

它的乐趣。

第四天，我发现他房间

里的动静消失了。我悄悄地

去观望，发现他正在给漫画

书 上《父 与 子》的 故 事 涂

色呢。

慢慢地，儿子的业余时

间变得越来越忙碌和充实，

并且整个人变得安静和专注

了很多。可以说，他真的成为

了自己最好的朋友，陪伴着

自己平静地走过了这段不一

样的时光，并且获得了成长。

周 末 ，儿 子 在 背 诵《节 日 诗

词》，当他背到“过端午，赛龙舟，

粽香艾香满堂飘”时，突然就不高

兴起来，说不背了。我问他原因，才

知道他还对去年端午节的事情耿

耿于怀。

去年端午节前夕，我和儿子约

定好端午节那天，一起去乡下的外

婆家采摘艾草。谁知，那天我被单位

临时叫去加班，导致此事泡了汤。为

此，儿子还和我怄了很久的气。

想到这里，我内疚起来，急忙打

开手机日历，发现马上又是端午节

了。于是，我决定立即趁着周末带儿

子去乡下采摘艾草。儿子得知后，高

兴得又蹦又跳。

到了乡下，儿子看到一大片艾

草地，立马就兴奋地跑过去，快速地

摘下，急急地往袋子里装。等我走上

前检查时，简直傻了眼，他不仅采摘

了艾草，还装了一些艾草的枝条。我

随意拿起一根干枯的枝条，疑惑地

问他：“这是什么？”“这是用来挂在

门上的啊！”儿子理直气壮地回答。

听到他的回答，我有些傻眼，于是接

着问他：“那你知道为什么端午节要

在门上挂艾草吗？”“知道啊，这是端

午节的仪式感。”儿子想了想，觉得

不对，立马纠正：“还因为这是端午

节的习俗。”我赞许地点头，又问：

“那你说，我们想把这些艾草在门上

挂起来该怎么做呢？”“这还不简单？

我们只要把它们捆起来就可以了！”

说完，儿子立即开始用枝条捆艾草。

谁知，由于艾草的枝条过于干枯，导

致他捆的时候枝条一直断，所以他

捆了半天，不仅没捆好，而且还急

哭了。

这时，我才意识到，生活在农村

的孩子从小就在实践中学会了摘艾

草、捆艾草、挂艾草等事情，在城市

长大的儿子却知之甚少，而我也只

在口头上和他简单地讲述过。想到

这里，我拉起儿子再次走到艾草地。

我一边采摘，一边给儿子示范如何

捆艾草，在我的指导下，他很快就学

会了正确的方法。不仅如此，我还告

诉儿子，挂艾草是端午节的重要习

俗之一，代表着驱邪避灾，确保平

安。儿子听了，不住地点头，并补充

道：“还有，书上还说，端午节那天，

粽香艾香满堂飘！”我听了，满意地

笑了。

今天，儿子一回到家，就迫不及

待地告诉我：“妈妈，我被语文老师

表扬了！”原来，语文课上，老师提问

端午节有哪些习俗时，班上的大部

分同学都简单地回答吃粽子、赛龙

舟、佩香囊等，只有他一个人详细地

回答了端午节诸多习俗的来龙去

脉，老师听了以后，高兴地夸他是一

个“民俗小专家”，并要求全班同学

向他学习。老师的表扬，令他开心了

一整天。

真没想到，陪儿子摘艾草，既弥

补了他的遗憾，又增长了他的知识，

更重要的是，我也从中领悟到了陪

伴的意义。

“你家孩子多高了？”“我家孩子

这几个月好像没长个儿，咋办啊？”孩

子的身高，是家长们经常聊的话题之

一。无论男孩还是女孩，家长们都希

望自己的孩子能长得高。那么，该如

何判断孩子的身高是否正常呢。本

期，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儿科副

主任医师刘奕跟家长们聊聊孩子身

高的话题。

孩子现在的身高是否正常？

家长们可能都有感受，孩子的身

高生长并不是匀速的，年龄越小增长

得越快，1岁以内的孩子生长最快，衣

服看着看着就小了。新生儿出生时身

长平均为 50cm，生后第一年身长增

长最快，约为 25cm，其中前 3个月约

增长12cm。第二年生长速度减慢，约

10cm 左右，也就是 2 岁时孩子身长

约85cm。2周岁后至青春期身高（长）

增长平稳，每年增高 6-7cm，最少不

应低于 5cm。进入青春期以后，孩子

的身高增长出现第二个高峰，其增长

速率约为学龄期的 2 倍，持续 2-3

年。女童较男童略早开始2年。

所以，家长们可以回忆一下，自

己的孩子一年长高了多少，建议家长

给孩子做个记录，每 3～6 个月记录

一次孩子的身高和体重，看看孩子每

年的身高体重增长了多少。

孩子个子不高
是不是有问题？

有的家长觉得自己的孩子比同

龄的矮，很是焦虑，是不是“矮小症”？

如果想知道自家的孩子是不是“矮小

症”，首先就要了解什么是“矮小症”。

“矮小症”是指儿童的身高低于同性

别、同年龄、同种族儿童平均身高的2

个标准差（-2SD，标准线称 SD）。这

里提醒家长，有以下情况可能提示孩

子生长缓慢：1。孩子身高增长在2岁

以前每年小于7厘米；2.5岁到青春期

的身高增长每年小于5厘米；3。青春

期身高增长每年小于 6厘米。若发现

孩子有上述情况，建议带孩子到医院

就诊，以进一步明确诊断，早期干预，

不要错过孩子的最佳生长时期。

“矮小症”
就要打生长激素治疗吗？

患有“矮小症”就要打生长激素进

行治疗吗？其实，造成孩子的身高矮小

有很多的病因，生长激素缺乏或是生

成不足只是造成矮小的一个原因而

已，还有家族性矮小，生长激素不敏

感，骨骼发育障碍以及一些内分泌的

疾病都有可能造成矮小身材。中医认

为：肾主骨，为先天之本，脾主肌肉四

肢，为后天之本，中医药健脾补肾，能

够促进孩子的骨骼及肌肉的生长。临

床上见到的孩子个子偏低，大多数属

边缘性“矮小症”，对于这样的孩子，可

以早期进行中医中药干预治疗。

对正常偏矮的孩子，
家长日常要这样做

个子偏矮小的孩子，除了中医中

药干预治疗外，建议家长从日常养护

做起。1。保证孩子充足的睡眠，加强

弹跳类的运动，以促进其长高。2。要

注意营养均衡，培养良好的饮食习

惯，改善孩子的营养状况。3。不宜给

孩子进食补品，避免刺激儿童提早发

育，造成性早熟，反而导致最终身材

矮小。

最后，需要特别提醒家长的是，要

给孩子做好定期体检，并加以记录，观

察孩子身高增长速度变化，建议每3~

6个月检查一次，一旦发现异常，应及

时就医。 （人民网 许晓华 李轶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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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再有几天，你就要高

考了。今年的高考比较特殊，

因为受疫情的影响，你不得不

自主在家复习了几个月之后，

才回到学校跟随老师集中复

习，虽然高考延期了一个月，

但你一直对我说你觉得时间仍

然不够用。因此，妈妈常挂在

口头上的一句话就是：“放轻

松，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的。虽

然这段日子是你人生中最紧

张、最关键的冲刺时刻，但我

希望你别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能把高考当成是一场普通考试

一样，乐观自信地参加这次考

试。”妈妈觉得，这既是一种淡

定的状态，也是你从容不迫、

沉静自信、全身心投入面对高

考的必备条件。因为在考场

上，你一旦有了这种从容笃定

的心境，加之奋力拼搏，才会

苦尽甘来。这场高考，能够展

示你自己厚积薄发的实力，因

此，你更需要坚定自己的心

态，确保自己能够脚踏实地，

一步一个脚印地从容面对。

妈妈认为，只要在你的心

中，有了坚定的目标与追逐

目标的勇气，你所有的梦想，

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而实

现。在你的高考进行时的路

上，必然会有寒风冷雨，但还

有父母的嘘寒问暖。在你的

高考进行时的路上，少不了

坎坷泥泞，但还有同学朋友

的鼓励帮助。在你的高考进

行时的路上，虽躲不开无所

适从的迷茫，但还有老师的

指点迷津。

所以，我相信，在你高考进

行时的路上，你一定会享受挑

战的快乐，也会寻找到付出的

乐趣。我也坚信，在你挥洒汗

水的同时，最终一定会微笑着

迎接自己的未来。

从这一刻起，到高考结束，

我愿与你一起从容微笑地面对

高考的艰辛和疫情带来的难

题。我更愿意与你一起，体会

高考进行时的每一个快乐。这

也是你的人生中成长的必经阶

段。只有你真实地体验过、经

历过这个蜕变的过程，才能更

好地成长，面对之后人生中的

种种难题。

女儿啊，在我的心目中，

你是最棒的！你已经寒窗苦

读，历经了十几年的光阴，在

这个阳光明媚的 7 月，我坚信

你一定可以交出一份让自己

满意的答卷，妈妈也会坚定地

站在你的身后，为你大声地加

油、喝彩！

致高考女儿的信
段玉梅

女儿从小就是一个乖巧、

懂礼貌、爱帮助别人的孩子。但

是上初中以后，我却发现她越

来越内向了：不爱说话了，见着

熟悉的人也不肯打招呼了，老

师也跟我反映她在学校变得不

太爱和同学交流了。

几番问询下来，我才知道，

原来是孩子的自卑情绪在作

祟。十几岁的孩子，自尊心已经

开始萌芽，那些成绩好的、性格

活泼的同学都特别受人欢迎；

而女儿却越来越觉得自己不如

别人，慢慢地，就变得内向、不

合群了。

看着女儿紧皱的眉头，我

心疼不已。一天，我决定带她下

楼去散散心，顺便也想一想，要

怎么样才能打开她的心结，又

不会伤害到她的自尊心。

楼下的花坛里，几株月季

花开得正艳，层层叠叠的花瓣

如锦绣铺开，在阳光下闪着熠

熠的光彩，女儿由衷地赞叹道：

“真美呀！”接着，我们又走到

了小区的另一个小花园里，看

到里面一排排青绿色的莴苣

“站”得笔直，女儿又夸道：“莴

苣长得真好！”

月季花与莴苣？我突然有

了想法。

我走过去，故意夸张地摇

着头说：“唉，可惜了可惜了！”

女儿不解地问：“什么可惜了？”

“这片莴苣可惜了！”“为什么可

惜呀？它们长得很好呀。”“因为

它们开不出漂亮的月季花！”女

儿更加疑惑不解了：“妈妈你好

奇怪，莴苣为什么要开出月季

花？”“因为月季花好看呀！你

不 是 刚 刚 也 说 月 季 花 很 美

吗？”我故作一本正经地答道。

“可是……莴苣是莴苣，月季花

是月季花，花再好看，我们也不

能要求莴苣也开出月季花呀，

这不是强人所难吗！再说莴苣

还好吃呢！”“嗯，你说得对。”我

点头赞许道：“莴苣是莴苣，月

季花是月季花。月季花好看，但

莴苣也有自己的长处。其实，人

也是这样，我们每个人都有自

己不同的长处和特点，不用因

为别人某方面比自己优秀就感

觉自卑。她有好看的花朵，我们

也有朴实的‘内涵’呀。”

女儿见我突然赞同她的说

法很是惊讶，但转眼又好像想

到了什么，陷入了思索中。我也

不再说话，只是静静地站在旁

边陪着她：有些事，她一定要自

己想明白。

过了一会儿，女儿忽然就

笑了，笑得心无芥蒂，就像阴翳

散去后的晴空。我知道，“我不

如别人”这个问题已经不再困

扰她了！

其实，世间万物都有自己

的“角色担当”。如果是一株莴

苣，就做一株称职的蔬菜，不必

强求自己去开出月季一样的花

朵。愿我们都能做一株自洽的

莴苣，悠然地长着自己的茎叶，

不用好高骛远，更不需要妄自

菲薄。

莴
苣
不
用
开
出

月
季
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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